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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做法

本报与团市委
学校部、市学联共
同发起成立“ 校园
光盘联盟”成立月
余，联盟内各个学
校积极响应“ 校园
光盘行动日”。首批

“ 光盘行动”寻访团
志愿者近日也在自
己学校开展了光盘
情况小调查。截至昨
日，已有17所院校的
寻访团志愿者交出
了首份校园光盘行
动情况报告。

经过近一个月
的“ 校 园 光 盘 行
动”宣传，从报告中
反映，各个院校光盘
率均有明显提高，超
过一半的学校光盘
率在50%以上。上
海海事大学的早餐

“ 光盘率” 达到了
90%。相应的多数
学校饭菜浪费量减
少三至四成。

本报记者 周胜洁
严柳晴 刘昕璐

李晓清

大多学校“ 光盘率”
保持一半以上有些超八成

在17所学校提交的报告中得知，超过
一半的学校食堂光盘率在50%以上。

上海海关学院在3月29日进行了相关
的调查，随机对122人进行观察，其中“ 光
盘”人数为93，“ 未光盘”人数为29，“ 光
盘”率约为76%。学校食堂工作人员表示，
自发起“ 校园光盘行动”以来，食堂剩余
饭菜的总量由以前每天三桶下降为两桶
半。

而交大寻访团志愿者调查了食堂四
处收碗处的光盘情况，有三处光盘率在
58.6%至68.2%之间。上海商学院也在食堂
随机抽查中发现，能光盘的学生占到三分
之二。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负责“ 光盘行
动”的团委书记华莉莉也表示，上个学期，
学生的“ 光盘”情况偶尔能达到50%，“ 而
在活动开展宣传后，60%的光盘率还是能
保证的。”

在17所学校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早餐
光盘率高达90%以上。据上海海事大学的
寻访团志愿者洪杏调查，在抽取的每日
早、中、晚用餐高峰期，早餐“ 光盘率”达
到了90%以上，中餐和晚餐光盘率则分别
在80%和85%左右。

部分倒餐的同学，餐盘中的食物也基
本被“ 消灭”掉，只剩下部分残羹剩饭。据
海事大学第一食堂负责回收餐盘的阿姨
反映，自从实行“ 校园光盘行动”以来，同
学们的倒餐现象明显减少和缓解了许多，
每天食堂清理的食物垃圾也减少了。

食堂师傅很欣慰
一月如今可省 5400 斤粮食

上海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副
主任王嘉明对“ 光盘行动”的效果颇为满
意。日前，他接到了下属食堂的反馈：这几
个星期，食堂省下了不少粮食。“ 听到下属
食堂的反映，大约平均一个食堂省下一盘

饭。” 记者在上海大学益新食堂观察到，
20名同学中，大约有18位同学吃完了盘子
里的饭菜。

王嘉明算了一笔账，以一天一盘饭16
斤计算，上大共有13个食堂，那么一天就
可节约208斤粮食。一个月26个工作日，大
约可以节省5400斤粮食。真可谓“ 积粮能
成仓”了。

“ 这次‘ 校园光盘行动’从前期宣传，
到真正‘ 落地’大概两个星期，这几个月
已经小有成果了”，王嘉明说，粮食节约下
来，可节省了不少开销。每年，食堂在粮食
上亏本100多万元。“ 蒸一斤米饭2元钱，燃
油费，水费，成本其实很高。将来，粮食上
省下的钱，我们会用来补贴菜肴，让烧菜
师傅做出更可口的饭菜。长此以往，‘ 光盘
行动’会形成良性循环。”

开展活动以来
泔水量普遍减少三至四成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总务处处长、
负责食堂后勤的戚霞昀表示，学校每天有
五六百人在食堂就餐，先前粮食浪费的现
象并不鲜见，“ 有些馒头吃了两口就扔了，
菜吃了两口不合口味也就倒掉了。”

自从学校从3月13日开展“ 校园光盘
行动”以来，戚霞昀表示食堂的泔水量有
了明显减少，“ 以前一周倒掉的泔水量有
四至五桶，经过活动的集中宣传后，现在
每周的泔水量降为二至三桶，学生们有了
节约的意识，浪费就相应减少了。”

她告诉记者，开展“ 校园光盘行动”对
于后勤部门也有一种积极推动作用，“ 食
堂工作人员比以前更关注菜的质量，烹饪
时会考虑各地学生的口味，后勤做到精细
才能在源头上杜绝浪费。”戚霞昀如是说。

上海师范大学的剩饭菜也减少了三
成。在上师大奉贤校区的紫藤食堂，寻访
团志愿者询问倾倒处的工作人员得知，先
前泔水量维持在两桶至两桶半之间，“ 最
近一般都能维持在两桶以内，比上学期的
量少了三成左右。”

原因 1：
菜难吃、不合口味难以光盘

在18所学校寻访团志愿者提交的报
告中，饭菜不合口味成为浪费的最主要
原因。上海交大寻访团志愿者高磊和秦
雪分别调查了近300位同学，在没有“ 光
盘”的学生中，他们听到最多的理由便
是“ 饭菜不合口味”。他们表示，不少受
访学生都对他们说：“ 本想尝试一下新
鲜菜品但发现不好吃”，“ 菜太辣了，不
合口味”等。

上海商学院寻访团志愿者张楠也在
调查中发现，所谓的食堂饭菜不合胃口可
能是因为众口难调。她告诉记者，不少未

“ 光盘”的人都抱怨饭菜难吃，吃一些就
倒掉而形成浪费。学生希望食堂能改善伙
食，提高饭菜质量与增加品种口味以适合
不同学生的需求，清淡为主，与健康同行，
减少浪费粮食的现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寻访团在对学校
142名学生做抽样调查后发现，“ 食堂的饭
菜不合口味”是未光盘一族剩饭菜的最主
要的原因。

原因 2：
女生或胃口小或减肥成剩饭族

超过一半学校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女
生的“ 剩饭率”明显高于男生。上海交大
寻访团志愿者黄立夫在食堂调查了129位
学生，女生光盘率为54.9%，要比男生低十

个百分点。他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女生有
剩饭，个别的会全剩。“ 问她们原因，基本
都是胃口小，吃不下那么多饭。”黄立夫还
发现，光盘情况和团队有关，尤其女生，一
般一个女生有剩菜的，一组内其他女生都
会有剩。特别是剩饭的情况。

而中医药大学寻访团志愿 者 朱 浩
也得出相似的结论，4月1日晚五点，他
在食堂一楼对20个同学进行了随机调
查，调查的9位女生中光盘只有3人，占
到女生人数的33%。问起她们“ 未光盘”
原因，多数表示胃口小吃不下二两饭，

“ 还有两位女生说自己在减肥，所以做
不到光盘。”

原因 3：
盘中连汤汁都不剩感觉很丢脸

上海商学院的张楠表示，还有同学给
她未光盘的理由有些“ 大跌眼镜”，“ 他们
表示完全吃光很丢脸。”看着那些饭粒与
酱汁都吃得一点不剩的餐盘，有同学直摇
头，觉得这样显得十分小气抠门。上海交
大的寻访团志愿者也反映，有一位未光盘
的学生就直接表示，“ 最起码得剩点汤汁
米饭吧，一点汤汁都不剩感觉像舔过一
样，太难看了。”

张楠觉得，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想
法，“ 节约是种美德，光盘是种良好的生活
态度和习惯，也有利于建设绿色健康的校
园。光盘意识应该被提倡与宣传。抠门小
气丢脸并不是从这方面体现的。”

寻访团成员不单只关注“ 光盘行动”
的现状，还集众人的建议，为如何“ 光盘”
建言献策。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寻访团志愿者
姚春雨等就说，有同学认为食堂可以适度
进行体制改革，例如限量售饭或者制定相
应的惩罚制度，来协助这个倡议的执行。

上海海关大学一位同学提出：“ 盖浇
饭的饭量比较大并且是固定的，这难免会
造成米饭被剩下，导致粮食的浪费”。另有
一位同学表示：“ 应该建议食堂提供半份
的菜品，这样既能让我们可以品尝不同的
菜品，也可以节约蔬菜不被浪费”。

上海大学寻访团志愿者蔡润芳觉得，
学校后勤在餐饮管理上缺少人性化和科
学化的手段是导致浪费的重要原因，“ 许
多窗口在菜量分配上没有考虑到男女差
异。”她说，比如男女生要盖浇饭、盖浇面
的分量是一样的，菜饭分量没有选择性，
让一个食量不大的女生吃完男生分量的
食物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我觉得食堂对
待男女生应该差异化销售饭菜，或者推出

半份菜，这样可以提高光盘率。”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寻访

团志愿者田顺则在报告中表示，对于菜食
不对口味这个问题，可以针对学生喜欢什
么菜色展开调查，“ 寻访团志愿者得出结
论后反馈给食堂，饭菜合口味，光盘率自
然就提高了。”

光盘行动前期，上大学生会的同学们
也遵照传统模式，食堂摆摊，大张旗鼓做
宣传。但他们观察发现，除了意识问题外，
食堂的服务也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在上海
大学的食堂，学生花5角钱购买一份米饭，
食堂师傅生怕学生吃不饱，往往给出大分
量。学生们吃不下，盘中餐就被浪费了。

上大学生会副主席郭帅同学告诉记
者，为此他们联系了后勤部，后勤部在收

到学生们的意见后，调整了他们的工作方
式。在此之后，食堂打饭的师傅们会注意，
给学生的饭量适当减少。与此同时，在食
堂侧边的窗口，改变成了“ 加饭通道”，学
生们仍然可以享受到“ 畅吃”的优待。

“ 我们也在两手行动，一方面，我们提
醒同学们，打饭时量力而行，如果胃口小，
就提醒师傅少打些；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和
后勤沟通，调整最好的服务方式。”郭帅说。

上大增“ 加饭通道”杜绝剩饭族

》寻访团眼中的原因

饭菜不合口味容易导致学生“ 未光盘”

》寻访团的对策

呼吁学校推出“ 半份菜”或者限量售饭

参与本次校园寻访团的志愿者名单

学校 志愿者 学校 志愿者

杨佳盛

上海海关学院 韩昱臻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姚春雨
上海青年管理
干部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顾家俊
市委党校 黄程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叶嘉骏
上海出版印刷
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中医药大学 朱浩

上海交通大学 黄立夫 高磊
潘登 秦雪

上海海事大学 洪杏
上海大学 蔡润芳
上海海洋大学 华昊
华东理工大学 袁萌希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嘉乐
上海理工大学 王超然
上海电子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商学院 张楠

凤佳妮

田顺

上海青干院后勤部门表示，自开展“ 光盘行动”以来，食堂每周的泔水量下降了。 本版摄影 记者 吴恺

为光盘的学生准备的卡通粘纸。


